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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东红

/ 诗篇

蒲公英的梦

醒了 在阳光里

靠着积蓄了一冬的力量

把信心深深地扎下

把梦一点点放大

睁开眼 看天

美好一片片 相连

醒了 在暖风里

依着苍劲的山梁

凭着大地的雄壮

把承诺留下

把梦送向远方

虽然逶迤 虽是飘荡

拥抱时聚力燃放

远游时追逐梦想

有泪

就把它串起

圆满成一挂挂温润的项链

用心珍藏

有笑

就让它绽放

灿烂成一丝丝水晶般的花絮

在舞动中吐露芬芳

挫折是寻梦的阶梯

甜蜜是梦的延续

在华丽飘逸中蜕茧成蝶

在迷幻风景里自由徜徉

徜徉的自己亦是一幕

旖旎的

风景

●

王梦奎

/ 名家有约

《文化沁阳》序

��

邓宏礼同志的新著《文化沁阳》即将付梓，

嘱我作序，我高兴地答应了。 一则是出于对沁阳

的深厚感情，二则是因为和作者多年的友谊。

我是和沁阳比邻的温县人，过去都属于怀

庆府辖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在沁阳师范

学校读初中，

1955

年毕业时这所学校已经更

名为沁阳市二中，我考入只有一墙之隔的沁阳

一中读高中。 在沁阳学习

6

年多的时间里，那

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对我有深刻的影响，

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宏礼是和温县、沁阳接

壤的孟县（今孟州市）人，在初中和高中都是比

我晚一届的同学，因为同做学生会和青年团的

工作，有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近

30

年来，他

到北京或者我回故乡， 总有见面和叙谈的机

会。他长期在沁阳从事文物工作，又是热心人，

我关于地方历史和文物方面的疑问，总是向他

请教，并且大多得到满意的答复。 宏礼参与筹

建朱载堉纪念馆，要我题字，我写了一首五言

诗应命，并承他帮助装裱悬挂。

宏礼对地方的文物事业是有大贡献的。他

是事业心很强并且勤奋好学的人，把大半生的

精力和心血贡献给了沁阳市的文物事业。这些

年来，他不断有关于地方历史和文物方面的文

章发表，这本书更集其大成，对沁阳市从史前

期到当代的历史文化，作了系统的研究，展示

了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和文明演进的

脉络。 最具特点和可贵的是，对一些历史文物

的论述，结合了作者本人亲身参与现场发掘和

考察的经历，有不少第一手资料，有些文物资

料是具有抢救性质的， 读起来感到生动亲切。

这本书反映了作者为文物工作辛苦奔波几十

年的业绩，和在这个专业领域的广博知识。 邓

宏礼被评为河南省和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

者，他是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的。

从这本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沁阳市对文

物工作的重视。 几年前我回到沁阳访问，在邓

宏礼和市领导的带领下， 去看天宁寺三圣塔。

那是我在初中时代曾经和同学一起冒险攀登

过的， 当时除了残破的塔身外只是一片废墟，

现在塔身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修缮，并且在周围

建立了博物馆， 收集保存有几千年的珍贵文

物。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关乎民

族优秀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大问题。沁阳市

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称赞的。

这本书对沁阳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开拓

之功，既无前例可循，困难可想而知。作者在先

后两次寄来书稿的同时，也很诚恳地征求我对

书稿的意见。 千虑之一得，出于私谊也是出于

公心，我把自己认为可以改进或是美中不足之

处，毫无保留地向作者说了。我不敢自以为是，

但以作者的虚心好学和力求完美，不论采纳与

否，想必都加以考虑了。

读了这部书稿，我感到兴奋，也很受鼓舞。

我祝贺《文化沁阳》的出版，并且愿意以上面的

话作为序言。

（王梦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国务院

研究室主任、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政

策研究工作。 ）

吕秀芳获阳光文学奖

本报讯 （记者刘振毅） 近日，

在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作家协

会、《阳光》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阳光

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河南煤化焦煤

集团宣传部干部吕秀芳的散文《鱼

儿·鸟儿·小蜘蛛》 获阳光文学奖，

该作品是河南煤炭系统唯一获奖

作品。

中国煤矿文联主席梁嘉琨，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

功，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理事

长、煤矿文联副主席庞崇娅，山东

省作协主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

得者张炜，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刘庆

邦出席活动，并为获奖者颁发了奖

杯及获奖证书。

吕秀芳是一位活跃在文坛上

的煤矿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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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笔耕不缀，

在 《人民日报》、《散文》、《散文·海

外版》、《散文百家》、《莽原》、 香港

《当代诗坛》 等全国各级报刊发表

文学作品

200

万字， 其中多篇作

品被收录在 《名家名作精选珍藏

本》、《学生阅读经典丛书》 等集子

中。作品曾获第二届“韩愈杯”全国

散文大奖赛三等奖。她此次的获奖

散文《鱼儿·鸟儿·小蜘蛛》发表在

2009

年第六期的《阳光 》杂志 ，被

2010

年第三期的 《散文选刊 》转

载。

●

关小凤

/ 生活感悟

达达的幸福生活

刚下班，达达的电话就追到了

家里， 兴奋得像是得到了稀世珍

品， 对我说：“我马上到你家了，有

好东西给你！ ”

我和达达是多年好友，每每她

想买什么衣服， 或者要换新发型，

都会拉上我一起去；而每每有了什

么高兴的事， 有了什么好吃的，或

者稀罕的玩意， 也会第一个想起

我。 今天这家伙这么兴奋，又得到

了什么好玩意呢？

没多久，达达就像一阵风一样

闯进我屋里， 手里拎着一个编织

袋。达达把包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

来让我看，口气里依旧是掩饰不住

的兴奋：“看到了吧？这都是张婶刚

给我送来的，多新鲜呀……”

达达拿出来的东西，是一些刚

刨出来的红薯、萝卜，还有一小袋

新磨的玉米糁子。我忍不住笑起来

说：“达达，不就是些平常的土特产

嘛，家家都有的，大街上也卖大堆，

你就屁颠屁颠地得意成这样？ ”

达达嘿嘿笑道：“这你就不懂

了，礼轻情谊重。 难得张婶能想到

我哎……”

张婶是达达的后婆。

从前， 达达的婆婆在世的时

候，每天忧念着他们在城里挣钱不

容易， 除了时不时拿钱补贴他们，

还隔三差五地送东西给他们。年年

种的玉米还没长熟呢，就先掰了些

送到城里， 说是让他们尝尝鲜；玉

米进了仓，第一要做的事就是赶快

磨了玉米糁子送来， 说是新玉米

香，说他们常年喝米粥厌烦，换个

花样；地里的蔬菜熟了，自己舍不

得吃， 头一个就是送到达达家里

……但那时，达达总是对这些东西

不屑一顾，撇着嘴说，沉甸甸地弄

这些东西进城， 不如在街上买一

些，又省事又方便，图的什么呀！一

句话就把婆婆戗得闭口无言。因为

这事常惹得老公不高兴，两口子没

少因为这种事拌嘴。

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达达不好

意思地说：“早先婆婆在世的时候，

对我们是真好，但那时我总觉得婆

婆对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都

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所以

从没对婆婆产生过一丝的感激之

情，有时反而觉得她真多事、麻烦。

婆婆去世后， 公爹又娶了张婶，刚

开始， 我对张婶根本亲不起来，总

觉得她就是个陌生人。大概因为心

隔得远， 人家哪怕给个针尖大的

好，就会觉得这分给予本不是属于

自己的，是自己意外之得，不免心

里就会舒服，就有种被宠爱的满足

感。 现在想想，要是当初对待婆婆

也有这种心境，我们就不会有那么

多的不愉快。 我这才明白，好多亲

情和温暖，其实都是被自己随意错

过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所以常

提醒自己：懂得珍惜，懂得收藏幸

福。 所以，人家哪怕只给我针尖大

的好，我也会屁颠屁颠地乐半天！”

达达嘿嘿笑着， 我也不由感慨，也

不过短短两年，达达的心境变化真

大呀！

生活中，好多人抱怨世间没有

温暖和幸福，抱怨亲情冷落。 其实

这些温暖亲情，都一直紧紧包裹着

我们的生活， 只是因为自己的疏

忽，常把那些看似平常的幸福和温

暖随手搞丢了。

上小学的时候， 最不喜欢下

雨，因为我没有漂亮的花折伞。 每

当下小雨的时候， 我宁愿自己淋

湿， 或者等同学去家接我一起走，

也不愿打自己的伞。我的雨伞是黑

色的布伞，爸爸买了两把。 一个给

哥哥们，一个给我。

最喜欢霞的花折伞，不但外观

颜色鲜艳，花碎布上面飞舞着小蝴

蝶，而且还是自动的。 当我们呲牙

裂嘴很费劲地撑开雨伞，有时手还

被挤住，几次才能撑开。 霞啪的轻

轻巧巧就打开了雨伞。 每当此时，

我只有羡慕地瞧着霞。我的家境不

好，能有把伞已经很不错了，有的

同学还戴着草帽去学校呢。爸爸不

买花伞，只是因为黑的便宜，哥哥

们合撑一把伞去学校， 我独自一

把，应该知足了。

于是，做梦的时候就盼望一天

也有一把和霞一样的花自动伞。日

子一天天过去，我还是没有一把自

动伞。 直到有一天，我和伙伴玩抓

石子游戏，地点就是商店门前的水

泥台阶上，顺手把伞挂在旁边的窗

台上，因为个子低，我还踩到伙伴

的背上才挂上去的。 我们尽情地

玩， 也没注意什么时候雨停了，有

个伙伴的妈妈吆喝伙伴回家吃饭，

我们才慌慌张张往家跑，伞忘记拿

了。回到家里，妈妈问我的时候，我

才想起雨伞， 赶快折回身去取，伞

早没了影子。 尽管我不喜欢黑布

伞，但以后下雨怎么办呢？ 那可是

爸爸花好几元钱买来的呀。我闷闷

不乐地返回家。 妈妈叹了口气，先

吃饭吧。 我只好祈祷天天好天气，

不要下雨了。 可我怎么管得了天，

天还是下雨了，我正在发愁，真不

想戴草帽去学校，多难看呀。 妈妈

变戏法一样拿出来一把塑料伞，蓝

色的碎花，我欣喜若狂，尽管不是

自动的，那要十几元一把，可毕竟

是小姑娘喜欢的花伞。我高兴地撑

开伞上学了，一路上，直念叨雨呀，

不要停， 溅起的水花越大才好呢。

下课时，也装着上厕所，为的是能

在雨中多撑一下小花伞。听到雨叭

叭落到伞面上，看到从不同部分滑

落的雨道儿，仿佛流泪的眼，心里

美极了！

这把塑料伞陪我度过了初中

生活，后来，颜色旧了，妈妈给我买

了一把油光花自动折叠伞。有伞的

时候，觉得晴天特别多。 当我啪的

撑开伞涌入花花绿绿的伞世界时，

心中的那分自豪却荡然无存了。现

在回想小时候的那分渴慕，感到暗

自好笑。

如今， 我家的伞多种多样，面

料也不一而足，有仿古的、有防晒

带花边的，还有孩子们的卡通样式

的。 伞不再仅仅具有避雨的功能，

更多的成为一种时尚，晴天的时候

也用。看到女儿撑起花折伞走进雨

中，我心头涌起了一股暖流，孩子，

你们的童年比妈妈们的童年幸福

多了，你们现在的生活真是芝麻开

花———节节高，越来越好了！

雨中的花折伞，只能成为一种

回忆被尘封在往事里，孩子们的岁

月不会再有那些艰苦贫乏的日子

了，一定不会，我笑了！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照

片）

●

马万里

/ 心灵独白

我庆幸遇到你

———感谢师恩

小时候，凡是女孩子喜欢玩的

跳皮筋、踢毽子、抓拐、扔沙包我都

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男孩子那种疯

跑、那种野蛮。 只是静静地立在一

角，去看那些奔跑的蚂蚁，亦或看

那些蓬勃的青草，偶尔一声婉转的

鸟啼会闯进我隐秘的世界，像是夏

晨含着朝露的空气一样清新。

上初二那年，我们班换了一位

语文老师。 那是早上第二节课，班

主任把他领进教室，说他是从焦作

一中调过来的， 介绍完后就走了。

语文老师先自我介绍，然后开始给

我们讲课。 他很年轻、清瘦、白皙，

儒雅而且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

音细细的很好听，课也讲得生动有

特色。我听得特起劲，全神贯注，唯

恐一不留神漏掉一句话或一个字

什么的， 所以我坐的姿势最端正。

老师布置完作业后， 就走下讲台，

当走到我身边时他把我盖在书上

的文具盒挪开， 看了看我的名字，

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突然有

种异样的感觉，脸热辣辣的，连耳

朵跟都红了。

每天早读时他都提前到校给

我们讲诗歌， 讲唐诗宋词， 讲诗

经， 每天只教我们一首， 要求我

们背会。 当时我很崇拜他， 崇拜

他知识渊博 ， 崇拜他风华正茂 。

但那时我的确不会写诗， 我认为

诗是高雅的人、 神圣的人才能写

出， 我只有欣赏的份、 阅读的份

了。 因为喜欢老师， 所以我语文

学得特别好， 那时还偷偷想过长

大后就嫁给语文老师。谁知一年后

语文老师就和学校一位女老师结

婚了。 他休了一周婚假，那天上自

习课我们班男生李卫奇说语文老

师这会正在家玩“糨糊”呢。 我感

觉他是在侮辱老师，便狠狠地瞪他

一眼，骂他真“下流！ ”在我眼里老

师是无比神圣的，像神一样的。 我

想那一周我一定是失魂落魄的、一

定是神不守舍的。

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工厂，偶尔

一次在大街上，在那么多的人头攒

动中我竟一眼认出了他，他还是那

么年轻潇洒， 亲切地询问我的情

况。 他说：“你文字功底那么好，怎

么不往报社投稿呢？你看人家乔叶

多用劲！ ”当时乔叶的青春美文在

《焦作日报》上接连发表，很火，成

了小城名人。从那以后我就在工作

之余写些小文章、小感悟。 那天我

在单位用记录本的背面用铅笔写

了一篇短文《请留一分距离给我》，

诚惶诚恐地送到报社交给编辑，然

后头都不敢抬一下就走了。等过了

两天，突然在报纸上看见了我的名

字，这一惊喜让我欣喜若狂，让我

兴奋不已。 于是又写了篇散文《请

留一分恋情给婚后》 送往报社，当

时是下午

４

时，副刊部办公室的门

关着，我轻轻敲了两下，见没动静，

便扭头就走， 谁知刚走出几步，就

听见开门的声音，一位中年男子走

了出来，叫住我：“是你敲的门吗？”

我怯怯地说；“是。 ”他热情地将我

让进办公室，接过了我递给他的稿

子，只瞟了一眼就兴奋地说：“你就

是马跃？”我“哦”了一声，眼睛盯着

脚尖， 手极不自然地摆弄着长辫

梢。 他显然很兴奋，言语中带着激

动：“你的字写得那么好，我不认识

你的人时就先认识了你的字。” 我

一惊， 抬头瞟了他一眼后迅疾低

下了头， 他解释说， 我的第一篇

文章是他编辑的

,

所以他认识我的

字。 他见我很怕生， 便搬了把椅

子让我坐。 那天他很热情， 说了

很多话， 他说我的文字很美， 很

有灵性， 还说编辑遇到一篇好文

章都会眼睛一亮的。 后来我就更

勤奋写作了， 再去送稿时也没那

么胆怯了 ， 偶尔还敢和他对坐 ，

还敢看着他的眼睛说话。 渐渐我

们由生到熟了， 我才知道他是一

个诗人， 一个在全国大报上发表

过作品、 很有影响的一位大诗人。

他曾一个人沿着黄河远足， 还在

黄河边的一座土山上挖了一口窑

洞， 那时他除了吃饭和睡觉外所

有的时间都用在写诗歌上。他太专

注了，一直将厚厚的诗稿写过了他

的身高。有一天我一口气写了十几

首顺口溜带给他看， 他没有鄙视

我，而是很认真地把每一首诗都看

了， 并称我的信口涂鸦是作品，还

鼓励我好好写。 其实，那时我根本

不会写诗，只会写些自己亲身体验

过的有感觉的生活小品文而已。是

他带我走向一条诗歌的道路，是他

领我去寻找诗歌的神庙，从此我就

走在一条朝圣的路上了，他更换了

我的名字，指明了我的方向，带我

沿着黄河远足、看过红叶，穿行过

黑夜的墓地，在狂风暴雨雷电中寻

找灵感，那时他讲的诗真好比情话

好上万倍。他关注着我一点一滴的

进步，在诗歌的道路上他是我的灵

魂，他的博学、宽厚、仁爱，和热爱

生活的天性一直是我的镜子。在他

的鼓励下我竟然敢给《诗神》投稿，

那是

1996

年，我的第一首诗歌《山

沟里的红草霉》竟然发表了，虽然

是发在《诗神》最不显眼的地方，但

也的确激发了我写诗的激情。那时

《诗神》 的编辑是著名诗人刘松林

老师， 他还给我寄来了长长的信，

他说我很执著，鼓励我朝着诗歌的

道路勇往直前。

苦难总会过去，而生命也会过

去，我只有一次的生命是如此渴望

它始终地火旺葱茏。 “我庆幸遇到

你，这就足够了。”我坚信只要不断

地朝前走去，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

在怀里。

2002

年我的诗歌《别·外

一首》在《诗刊》上发表，当时高兴

极了，一位老师说我是鲤鱼跳龙门

了。 因为这次是林莽老师编发的，

他也写了长信鼓励我。还有《诗刊》

社的朱先树老师，十几年来，每到

过年他都给我写一封信，嘱我好好

写诗歌，守住就是一切。 还有周所

同老师、李小雨老师、杨志学老师、

叶延滨老师等都经常给我写信或

来电话鼓励。 后来，我的诗歌接连

不断地在《诗刊》刊登，同时在全国

诗歌大赛中屡次获大奖。

直到

2007

年， 我的诗被青春

诗会选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出远门，当时很害怕，因为河南就

我一个人。所以我很犹豫去还是不

去，不过我感觉这是我一生中最重

要的大事了，一向胆小怕事的我竟

然对爱人说：“如果不让去，我们就

离婚。 ”其实爱人是一直很支持我

的，只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罢

了。

一个老家在河南的 《诗刊》社

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热情鼓励我

说“没事，我去车站接你”。

青春诗会是我终生难忘的，当

我坐上火车的那一刻起，远在北京

的老师就一直不断给我发信息，使

我这十几个小时的孤独之旅烟消

云散了。 次日

7

时许我到了北京，

车一进站，我要下车时就听见老师

喊我， 我的眼睛立即涌满了泪水，

我像看到了亲人。然后他帮我拿着

行李，帮我挤公交，把我带到他家，

给我热鲜奶喝，拿面包吃，当时我

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走在首都

北京的中心、走在天安门前，我一

直昂首挺胸， 一点也不感觉陌生，

很有自豪感。其实来北京是我一生

的梦想，这次是借青春诗会的东风

了。

好多年都过去了， 我和他们

（我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恩师） 一

直鱼雁不绝 ， 如潮汐一样守时 ，

每每写出新诗我就最先让他们看，

我们为每一首好诗的诞生而欢呼

雀跃。 兄弟姐妹之间疏于音信的

比比皆是， 就算是情人， 十几年

也难保持这样的耐心与热忱。 而

我一直很幸运有那么多爱我的人

陪我一起走在诗歌的路上， 也就

是走在朝圣的路上，所以我一生都

不会孤单。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爱过后，所

有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化为时间

的土壤。 一切光华四射，一切又忧

心如焚。然而只有此刻才能写出那

些长诗，才能写出《清歌断肠》。 谁

都不能逃离岁月的风化、时间之矢

的射穿，唯有诗歌可以留下。

●

基 民

/ 小小说

如此玩笑

罗英沿湖跑完一圈， 打过太

极，结束晨练往回走时，拐进了每

天必“访”的路边厕所。

厕所由彩板构建，漂亮，洁净，

但隔音效果差，加上隔墙高处的方

孔里一个灯泡照两边，男女厕间的

声音交流便畅通无阻，即便解束腰

带的窸窣声都能听清。

罗英刚进厕所，两个熟悉的男

声仿佛在隔边恭候已久，及时逾墙

而过，似乎鬼祟低抑，却足令耳朵

听真：

“……真是人心叵测，刘辉那

小子看着怪正道，跟媳妇罗英好得

像连体，背后咋就屙血流浓哩！ ”

“就是，他和班花小倩好得掰

不开，哥长妹短的明铺暗干。 ”

“听说还生有孩子， 都

5

岁

了！ ”

“可不 ，

26

日那天 ，我看见他

和小倩带着孩子在郑州游玩……”

“这人胆真大……”

下边的话，顷间失聪的罗英已

无法听清，也无须再听，事情已是

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对

话者正是丈夫的同学兼挚友张三

和李四，一周前仨人还喝得醉成烂

泥。 谁的话都可不信，此二人的话

必是铁定无疑， 只有傻瓜才会不

信！

罗英两腿发虚 ， 但心头铁

硬———即刻回去跟人面兽心的家

伙算账……

丈夫正刷着牙， 听见门响，开

玩笑道：“媳妇早晨好！ ”

“好你个头！ 姓刘的，看不透

呀，你比名角还会演戏！”罗英夺过

丈夫手里的牙缸掼到地上， 瓷，摔

碎一地！

一向温顺的媳妇， 今天是咋

了？ 丈夫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英一把推他跌到沙发上，手指着

鼻尖喝问：“你说，

26

日你去哪儿

了？ ”

“去洛阳开会了！ ”

“有人明明看见你在郑州会情

人，还带着野羔子，你还敢胡说！ ”

罗英咄咄逼人， 像牝虎要吃掉丈

夫。

“听谁胡说八道……”

“还抵赖！你分明就是禽兽，却

装出人模样，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

婚！ ”说着，把一个钢精锅摔了。

“你吃错药了吧，耍啥蛮横！ ”

“不是吃错药，是瞎了眼，没认

清你这个混蛋！”说着，又拿起一个

瓷碗砸过去， 正中了丈夫的膝盖。

本就窝了无名火的刘辉，被这疼一

刺激，恼得也失了理智，吼着“不过

就不过”，摔了两个锅、四个碗，还

拿起铁锤要砸烂彩电……突然，房

门被撞开， 俩人闪电般窜进来，一

个抱住腰、一个夺下锤……

他俩不是别人，正是刘辉的同

学兼好友、厕所里对话的张三和李

四……

真相大白，玩笑过火了，差点

弄出“妻离子散”，二位正欲道歉，

罗英端起一盆洗脸水，悲喜交加着

骂声“死鬼！ ”便“哗”地泼过去，俩

人顿成落汤鸡。 也是罪有应得，俩

人坏笑着欣然接纳……

原来， 一周前仨人喝酒时，说

起同学、 好友们这个夫妻打架、那

个翻脸离婚， 还有的热搞婚外情

时， 喝高了的刘辉口气蛮大， 说：

“咱不吹牛，不要说和媳妇打架，结

婚

8

年，脸都没红过一次。 媳妇对

咱言听计从，信任度高达百分之一

千， 即使她相信日头能从西边出

来，也不信咱在外边胡来。 不像你

俩，一个总和媳妇干架、一个老闹

腾离婚……” 看着刘辉的得意样，

俩人眼神一碰，不谋而合，经过多

方“侦察”，摸准了罗英的晨练规律

及

26

日刘辉的去向， 窥伺着抢在

罗英如厕前躲进隔边，导演了这场

“情景剧”。 但他们又怕事情闹大，

俩人尾随罗英至门外……

此时，张三拿出一个锅、三个

碗，说：“知道这一闹，锅碗肯定受

损，这是预备好的赔偿品。 ”李四

说：“由于估计过低， 数量不够，马

上买来再赔……”

刘辉拉把条帚抡过去， 俩人

“哥哥饶命”地喊着抱头鼠窜。刘辉

掷一声“滚蛋”过去，竟觉出颇有些

意味。 是啊，拿一根鸡毛开玻璃杯

子的玩笑，咋弄都会相安无事。 但

若换成钢筋棍， 不要说玻璃杯子，

就是铁锅，也难以承受，纵不粉身

碎骨，也会瘪塌得不成体统。可见，

任啥事都有个度，说和做都不能过

了头，否则，就会走向反面，甚至不

可收拾……这种规律，知道的人虽

多，但忘记的时候却不少。 如此说

来，这个玩笑便很值得咀嚼、玩味

和借鉴。

●

曹 欢

/ 诗 篇

烙 印

(

一

)

二十年前的一枚印

至今还红红地浸在烙在

心的上面

这是一枚朱文的方形印

这枚印的作者忘记了

这枚印永远铭刻在了记忆

里

思想起刀锋走在石上的犀

利声

思想起曲折拧转的篆字

被刻刀坚强不屈地冲荡而

立

顿时成为鲜活的表白

刀与石的碰抵

迸放出一派激情四溢的

平面雕像

完整的破坏

凸凹或断隔

演示出宁静的冲动

醉红的雅白

一枚印

自抹上了爱情的口红后

所有她经过的宣纸

正面是腾腾烈焰

背面是沉沉呢喃

这枚印的作者其实是我

只是今天我找不到了她

第一次烙印的地方

那本最初的印谱和

那枚滑嫩热情的印石

在哪里

每当月光初亮的时候

她就从我的身体里飞扬出

来

一枚印

烙印

(

二

)

印的红

印的血红

她是生命的颜色

她是爱情的红色

印的红

印的血红

她是激情后的表白

她是热爱后的诗篇

所有拓过的印痕

所有留下的印迹

无非都是生命的过程

无非都是爱情的结果

烙印 烙印

为了半生的纪念

为了曾经的怀念

刀刀走过

不去回味石头崩裂的声音

字迹凹凸斑斑

坚硬如铁

把心血一腔

喷吐出一脉脉

风情万种

烙在雪白的纸上

印在殷红的心上

●

张 琳

/ 似水流年

雨中的花折伞


